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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作何感想？



M.SERRES的寄食者(LE PARASITE)→社會學的觀點

1.在別人生產後取得利益

2.在別人的生產關係上創造另一種寄食關係

3.寄食是相對而言：隨觀看角度不同會有多層寄食與
被寄食的關係，形成綿密的寄食網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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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食關係之於遶境

1.遶境活動本身的宗教意義不再純粹，信眾與觀光客混為一體，
堆積起含糊的分野，讓寄食生態更趨飽滿。

2.寄食者可以穩固秩序，亦可以剷平、重建秩序。

3.寄食關係具有生產性，以諸關係織就一張緻密的寄食網絡，並
鞏固了自身存在之必要性。



遶境與燒金、文創與環保



結論

若遶境儀式納入了諸寄食者，使遶境成為一場盛大的宴席，
諸系統間彼此依存、相互餵養的關係鏈就更為穩固。

要保留焚燒香金的傳統，就必須付出更多成本：提升香品等
級、研發環保燒金爐……，使傳統得以與現代衛生學與環保
概念橋接，藉此來抵禦即將絕跡的威脅。系統間互相干擾、
不斷變換模式，以接納更多標準、更多變數，來使近乎被禁
絕的傳統得以倖存。


